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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背景 

1. 课程名称：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2. 课程安排：3 个课时，周三[1-2]（双周）、周四[5-6] 

3. 班级情况：2017 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59 人 

4. 课程准备： 

1. 教师准备 

雨课堂在微信端与电脑端的设置与测试，以及腾讯会议电脑端的下载。 

2. 学生准备 

建立 QQ 群，确认是否进入雨课堂【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课程，并更

改课程中的显示名称。 

二、 课程理念 

通过本课程期许学生能获得了解国际事务、了解公共事务、了解政治行

与政治互动、论述表达、掌握基础研究方法、以及分析、决策与解决问题等

六项基本能力。为了协助学生能习得这六项基本能力，课程中设置课后独立

完成的课堂测验、小组讨论的课后作业、期末考试、可当作毕业论文准备的

专题报告四种考核方式；前两种利用雨课堂互动功能，设置小组模式，方便

课下作业的讨论与缴交，开展小组之间“合作又竞争”的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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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课程理念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三、 课程设计 

美国多媒体数位学习工程先驱 Michael Allen，有着教育心理学博士背景

的他，曾在著作中提及教师在教材设计时应具备 3M 原则：理解（Meaningful）、

难忘（Memorable）、激励（Motivational）。个人对于 3M 的解读是确实传递

课程理念于学生，当学生充分理解课程内容后，课程内容则跳脱学理框架，

形成难忘的知识记忆，并激励学生在看待事物时有不同的观点与见解。 

 课前准备 

1. 网络测试：开学前一周配合学校要求与同学们通过腾讯会议 app 进

行语音直播测试。为避免腾讯会议无法使用，建立 QQ 群，必要时

改以 QQ 软件中“屏幕共享”功能进行网络教学。 

2. 课前调查：通过雨课堂发布简单的问卷调查，让同学们熟悉雨课堂

操作外，了解同学们对本课程的知识背景与期待，作为课程教授内

容调整的参考依据。 

3. 课件预习：网络课程考量到同学们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恐对视力等

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以及对于课程的专注力，事先提供课程教材

利于同学们培养自主学习以及时间运用分配的良好习惯。 

 课中互动 

1. 上课钟声：网络教学跟线下教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缺乏“临场感“。

利用腾旭会议进行语音直播时以模拟线下打铃的方式吸引同学们

的注意力，加速学生进入课程的教学情境中。 

2. 抢答环节：课程进行过程中设置抢答游戏调动积极性，锻炼同学们

的反应能力以及对课堂内容理解程度，且游戏也直接关系到成绩，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3. 讲义内容：讲义以课件的形式上传至雨课堂，在直播授课过程中，

学生利用雨课堂浏览讲义，利于学生理解课程思路外，为了提高学

生对课程的专注程度，讲义是采取填空题的呈现方式。 

 

 

 



图二：课件内容展示图 

资料来源：笔者提供。 

 课下鼓励 

1. 适度鼓励：网络教学的风险很多，当前较为棘手的是网速或流量不

足，以及伺服器问题。同学们可能会因为网课平台操作问题影响成

绩而感到焦虑，鼓励他们离峰时间再尝试之外，视情况进行调整，

有助于降低学生焦虑与不安。 

2. 友爱互动：通过 QQ 软件与同学们互动，除了能拉近师生距离，更

是希望学生们在学习上遇到问题能主动反馈，别让今日的疑惑留到

明日。 

 

 

 

 


